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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农哈哈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开发新技术——

把 研 发“ 种 ”在 田 间 地 头
本报记者 宋美倩

增程式技术路线需辩证看

7 月份，农机市场大宗产品销售进

入淡季，位于河北省深泽县的河北农

哈哈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内，仍是一派

忙碌景象。车间里，设备还在高速运

转；厂区里，依然有不少等待装运农机

的货车。

从员工不足 10 人的小作坊，农哈

哈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占地 20 万平方

米、员工超过千人的国家专精特新“小

巨人”企业。“农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，

我们通过紧贴市场实际和用户需求，

狠抓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，实现企业

快速发展，销售额保持了年均 15%以

上的增长速度。”河北农哈哈机械集团

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焕民说。

注重技术研发

“这批大豆玉米复合兼作播种机

很适合我们农场的实际情况，作业效

率超出预期。”接到江苏盐城壹佰农场

农技科科长辛全道打来的电话，张焕

民的心里踏实了。

“大豆玉米复合兼作播种机尚处

于起步阶段，壹佰农场曾经联系了几

家企业，但都处于研制期，抱着试试看

的态度找到我们。”张焕民说，“我们用

了不到 2 个月，交付了 83 台播种机。”

先行一步抢占市场，要归功于超前

的布局。早在 2017 年，农哈哈公司就

与四川农业大学开展合作，研发大豆玉

米复合兼作播种机，并在多地开展试

验，经过 5年探索，技术趋于成熟。

“对于科技企业而言，成功不是靠

灵光一现，而是厚重的积累。”张焕民

的底气，来自于企业多年来深耕农机

技术创新，从未停下研发的脚步。

农哈哈公司成立之初，就是靠新

技术迈出了第一步。农哈哈集团播种

事业部总工程师张永生告诉记者，“当

年，我发明了玉米仓转式播种器，并获

得国家发明专利，却被许多生产厂家

拒之门外。张焕民看好这项新技术，

于是我们开始一起搞研发，很快玉米

播种机就面世了”。

许多人心存疑虑，1000 多元一台

的播种机，一年只能用一季，能卖出去

吗？“当时，很多地方还采取人工点种

方式，平均 4 个人一天只能播种 2 亩

地。我们生产的播种机 1 人 1 机 1 天能

够播种近百亩，产品当年就被抢购一

空。”张永生说。

尝到了先进技术的甜头，农哈哈

公司坚定了走创新发展之路的决心，

坚持深入田间地头做研究、搞创新。

“ 黄 淮 海 地 区 土 质 偏 硬 ，传 统 铲

式播种机作业后，土壤飞走，种沟缺

土，容易缺苗断垄。这个问题困扰了

农机制造领域多年。”在农哈哈公司

厂区旁的农田里，张永生拢着种沟的

土说。

为提升出苗率，破解传统铲式播

种机的短板，农哈哈公司的技术团队

在 全 国 选 取 了 10 多 个 试 验 点 ，经 过

6 年上千次实验，攻克了难关。“通过在

传统铲式播种机上安装一排旋耕刀，

并将铲式开沟器变为圆盘开沟器，让

土壤和种子能够充分融合来提升墒

情，种子存活率提升了 30%左右。”张

永生介绍说。今年，新型玉米条带旋

耕播种机已经大批量投产。

技术创新离不开人才。农哈哈公

司建立了科研人员与公司的利益捆绑

机制，让科研创新成果与股权、期权等

充分挂钩。同时，公司与中国农业大

学、中国农机研究院等高校及科研院

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，研发新产品。

张焕民告诉记者，农哈哈公司每

年拿出销售收入的 8%用于农机装备

的研发创新，产品由单一播种机扩展

到了耕整、收获、植保等五大类近百个

品种，共获得 78 项国家专利。

创新服务模式

对于农业机械来说，创新产品还

需要完善的售后服务支撑，这是企业

深耕存量、开拓增量的竞争力。“农机

设备售价高，更新换代也快，当年的产

品卖不出去，第二年很可能就面临淘

汰，这也是客户最担心的事。”农哈哈

公司销售经理刘从斌说，为了解除经

销商的后顾之忧，公司承诺，售出的所

有农机设备，当年如果卖不完，可以全

额退款。

退 回 的 产 品 怎 么 处 理 ？ 刘 从 斌

说，农哈哈公司将其销毁熔铸，回收钢

铁。公司有自己的熔铸车间，专门用

来处理回收的机器，不仅起到节材、环

保的作用，也消除了经销商买到二次

销售设备的担忧。

对于普通农户而言，农机产品的

售后服务需要更加细致周到。“设备

卖出去了，用户会不会使用？设备有

故障了，如何保障及时处理？怎样才

能 让 客 户 更 了 解 行 业 的 前 沿 信 息 ？

从事农机这个行业，企业不仅销售产

品，更要传授技术。”张焕民说。

深泽县森海合作社种植大户刘建

通今年给 2000 多亩麦田施水肥时，从

农哈哈公司购买了 2 台卷盘式智能喷

灌机。“企业的技术人员带着我进行了

技术培训和实地操作，从各种配套零

件组装到开机运营，手把手地教。”刘

建通说。

“根据客户需要，我们也在不断创

新服务模式。”农哈哈公司客户经理左

建红说，公司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分

销商专业服务费用，让每家分销商都

成 立 了 技 术 服 务 队 伍 ，加 强 技 术 保

障。同时，企业开通微信公众号，上传

了安装、操作、维修等流程的教学视

频，方便用户查看。

最近，关于增程式技术路线的争论颇为激烈。

有业内知名人士在社交媒体上称，增程式是目前最适

合的新能源汽车模式，并感谢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开拓探

索增程模式所付出的努力与贡献。

不过，这一言论很快受到质疑：增程式技术落后是行业

共识，再大的嘴也不能大放厥词，不能拿落后的技术割韭

菜。大有不将增程式技术驳倒誓不罢休之势。

所谓增程，从字面上不难理解，就是增加续航里程。与

普通的电动汽车相比，增程式电动汽车随车携带一个发动

机，增加了一个油箱。当电不够时，发动机并不驱动车轮，

相当于一个烧油的“充电宝”。

从混动技术原理来看，增程式技术路线隶属串联，复杂

度远低于并联、混联。相比之下，并联尤其是“串+并”的混

联模式技术含量则提升了不止一个维度。近年来，国内插

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普遍采用混联模式，发动机通过发电，可

以直驱车轮。这一模式不仅需要复杂的动力控制与分配策

略，还要精通发动机、变速箱、电机，只有积累深厚的传统车

企才玩得转。

由 于 既 不 环 保 ，也 不 先 进 ，在 理 想 ONE 热 销 之 前 ，业

内多数人士并不看好增程式技术路线。大众中国即将离

任 的 首 席 执 行 官 冯 思 翰 就 曾 表 示 ：“ 从 客 户 价 值 的 角 度

看，增程式混合动力是一项过渡技术，大众集团不会追求

这一点。”

问题是，过渡的技术路线未必马上就过时。增程技术

需要的发动机结构更简单，也无需复杂变速箱，这对没有

传统燃油车经验和技术积累的造车新势力十分友好。而

且，理想、问界等品牌也用迅速增长的销量证明，技术力不

等于产品力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力挺增程技术的观点也并

非毫无道理。

既然每一种技术路线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市场，为什么

还会引发“口水战”呢？其实，争论的背后除了对事实和技

术本身的判断外，还夹杂着各自的立场和利益。包括长城

魏牌在内的众多一线自主品牌，开发出了难度更高的混动

技术以及产品，居然卖不过“走捷径”的造车新势力，换谁都

会不服。此次隔空互怼，与其说是技术路线之争，不如说是营销大战。

事 实 上 ，无 论 是 传 统 燃 油 车 ，还 是 新 能 源 车 ，在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史 上 ，从 不 缺

技术路线之争。技术路线的选择，受市场环境、客户需求、企业战略、内部资源

以及法规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。如果说，在新能源汽车发展早期，究竟哪条技

术 路 线 能 够 成 为 主 流 ，并 不 清 晰 ，需 要 争 论 。 但 经 过 20 多 年 探 索 ，我 国 新 能 源

汽车保有量已突破 1000 万辆，其中大多数是纯电动汽车，在充换电设施日趋完

善、补能越来越方便的背景下，我们对增程式电动汽车定性时，就要对当前新能

源汽车发展格局、市场现状及其未来走向有一个更准确的认识，提出更富预见

性的判断。

有些风景，站在现在的位置可能看得很模糊。从更

高处俯视，才会看得清楚。同理，有些问题，今天可能

还想不明白，如果我们将时间的轴距拉长，站在未来看

现在，也许就有了答案。随着纯电技术和配套设施持

续进化，增程式电动汽车相对纯电汽车里程优势或将

逐渐消失，而增程电动汽车相对纯电动汽车多余出来

的增程装置，则很可能成为类似盲肠一样的存在。眼

下增程式技术路线虽有市场，但毕竟只是一种过渡性

技术。因此，企业在做战略决策和技术路线及产品规

划时，既要立足当前，更要着眼未来。


